
113 年「青年好政-Let’s Talk」計畫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VVY大建和部落女生 

討論議題：住進我們的家-部落移居者的適應及相處 

辦理時間：113年 8月 18日（星期日） 

辦理地點：臺東縣立知本國中 原住民教室 

 

備註： 

1. 討論過程中「現況問題」、「結論或建議」可能有不同部分意見，請視討論結果

以適當方式呈現。 

2. 如內文重點較多，建議可分點呈現。 

 

一、 現況或問題 

    本論壇嘗試以部落居住環境權去思考原住民對於家的概念，並

不同於一般大眾，而是以部落周圍居住空間的特殊性與原住民文化

間脣齒相依關係，去思考移居者的可能與成為自己人的契機，看見

部落移居者出現，以及真實在部落生活的經驗談。 

    本次論壇預計從這五個移居的層面，來思考部落面對不同部落

移居型態的適應跟調適。展開屬於參與者的討論，以開放空間的論

壇形式，開啟對話!在教育單位層面的國中小出現在部落裡、各項快

閃計畫出現在部落裡、新興社福單位的部落調適、宗教進駐部落的

習慣磨合、大型開發案的進駐移居。在這波新舊移居交雜之下，什

麼是在地居民的想像?對於部落大環境的想像?部落永續智慧及當代

社會如何互動? 

(一) 社會福利計畫進駐部落生活(無形的移居生活影響): 

      社會福利所包括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有生活、教育、



醫療方面的福利待遇，是一種服務政策和服務措施。在部落裡

直接可見的團體社會福利有照護型的長者文化健康站、幼兒家

庭支持的部落托育協力站(遊戲屋)及文教傳承的課後扶植班。

經本次討論亦連帶盤點淺在進駐部落中的其他福利單位，包含

醫療機構-路瑪診所、孩子的書屋等。 

1. 福利的需求與提供對象 

    現有運行或進駐部落中的有主動及被動生成，如長者文

健站、學齡課扶班及幼兒家庭支持的遊戲屋，皆由部落族人

主動申請執行，可視為因應需求的福利引進；另有其他機構

注入提供更多元與專業的照顧福利，如路瑪診所對應了醫療

資源需求，孩子的書屋提供弱勢家庭兒童與少年成長支持

等。整體看似部落內擁有多元照護資源，實則是否有效讓部

落族人享用資源福利；另給予的狀態會否淪為餵養的形式，

讓受照顧者形成依賴都是值得深思的部分。 

2. 政策下的福利合用性 V.S文化教養與部落節奏 

    部落中大抵福利來自於政策，政策的運作究竟是由下而

上的需求對應還是由上而下的目標設定？在現場回應了-「績

效是目標」，因著以量化為主的績效影響了現場照顧的品質，

如長者照顧的文健站由政策決策中制訂的績效與目標、規劃

的課程真的符合現場長者需求嗎？以文化為根基的照顧福利

是否有配合著部落的時序與步調呢？ 

3. 福利進駐多樣性 

    福利政策進入到部落不可置否會是部落永續發展的能

量；目前部落中的福利多為公部門政策，也有部分為法人團

體，大型企業或其他非政府組織的福利進駐也被期待的，除



了社會福利外也可能帶來經濟福利。 

4. 連結回部落傳統的共同照顧模式 

    早期的社會以農耕為主，部落社區居民彼此間的互助、

共榮是基礎模式，然隨時代進步受到大環境的資本概念衝

擊，稀釋了過往的互助、共養精神，現因著福利政策進駐部

落，執行的照顧者為部落族人，逐漸強化過往互助共育的樣

態；然進行供養共育時，若各單位(補助機關)標準不一，恐

導致協調困難。 

5. 持續培養新社會下教育與人才培育 

   教育和人才培育在部落中扮演重要角色，提供資源和支

持是關鍵。強化部落整體照顧能量，讓部落的照顧與福利不

須全然仰賴政府政策，而是長在部落裡。 

(二) 部落裡學校的移居(教育制度與學習模式的改變) 

    本桌主要的討論議題為「學校」，而更聚焦在「國中學校

教育」此一層面。桌長本身為與建和部落一牆之隔的知本國中

教師，在知本國中任教滿17年，並在三年前因發展校內的實驗

班課程而開始對部落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議題參與者中的

部落在地青年中亦有多位知本國中的畢業校友，加上其他非部

落但經歷過國中教育的青年們，因此在「學校」此一主題的觀

點呈現面向，甚為多元平衡。 

    師生雙方在經歷時間洗禮後，回望過往這一段國中階段的

教與學，在三輪討論中，分別就「正面的影響」、「負面的影

響」、「現況與建議」三方面來進行觀點的交流與激盪。 

1. 學校作為一個「外來者」，對部落帶來的好處： 

「學校」作為政府體制的一環，傳遞國家公共政策、主流價值



，培養社會公民的基礎能力、知識。以下為參與者提出的正面

影響： 

(1) 促使部落學子融入主流社會：國小學習基本的聽說讀寫，學

習與他人溝通的能力，進入國中後延伸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而所謂的「交流」，包含交談、交往、交易……等。 

(2) 學校是一種「資源」：部落屬於較為封閉的社會，「學校」

的建構促使學區內各個族群、部落，比如三和村、美和村、

溫泉村、建和部落、知本部落匯聚於此，彼此互動認識。 

(3) 提供多元的價值觀點：學校提供了主流的價值觀，以及因校

際活動而讓孩子有機會與不同學校交流，拓展視野，以及價

值觀點的選項，學習更多方法去處理事情。 

2. 學校作為一個外來者，對部落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第一輪的討論中，參與者肯定了「學校」帶來的正面價值，

但就像當一個人不認識自己是誰，就很難欣賞、尊重人我一樣

，第二輪的參與者在此一階段提出了學校體制忽視「在地部落

文化」對孩子衍生的負面影響： 

(1) 禁說母語帶來心理創傷：「語言」作為思想、情感表達的載

具，形塑了一個人從內而外對自己與他人的認識途徑。早年

以懲罰性的做法迫使孩子在學校禁止說母語（包含原住民族

語、閩南語、客語）而要求說「國語」，造成孩子在此過渡

期間對表達自我的心理障礙，以及與長輩世代之間的隔閡。

雖然目前已意識到族語傳承的重要而透過政策加以提倡，但

瀕危的處境確實堪憂。 

(2) 與自身民族歷史的斷裂：無論是日治或是國民政府時期，對

部落而言，學習執政者為主體的的歷史，從早期的大中國歷



史到近年的臺灣史，學校所提供的「歷史教材」因全國會考

的綁定，以及教師對在地部落文史的不熟悉，孩子在學校所

學習的「歷史」跟自身文化並無太大關聯，教科書課綱中也

沒有提及族群文化歷史，因此無法從學校學習到部落文化。 

(3) 主流社會作息對部落規律的干擾：學生必須配合學校作息、

成人必須配合主流社會工作作息及國定假日時間，因人的作

息配合大社會主流而改變，部落作息因此也被迫改變，只能

在學校、上班的剩餘時間去分配祭儀活動，而孩子因參與部

落歲時祭儀而請假，有時也因師長對部落文化的不理解，而

造成孩子在學業、部落文化參與之間形成難以兼顧、無法言

說的壓力。 

(4) 學科價值至上限縮孩子的文化認同：歌唱、舞蹈、採集、狩

獵、對自然環境的辨識、因地制宜的運用、萬物有靈、只取

自己需要的、感恩知足，是原住民透過「身體」將情感表達

、生存智慧等等非物質文化傳承下來的重要教育方式，而這

以身體作為「載體」並且需要長時間浸潤、反覆學習而內化

嫻熟，並尊重欣賞多元表達樣態的教育方式，與當代學校體

制追求單一標準、短期效率、科學分析、量化、線性的規格

化、可模組化大量複製的教育方式，以及由此所衍生出的價

值觀，有極大的不同。部落孩子在學校體制中，無論是符合

或不符合學校體制，都限縮了孩子對自我的想像，也看不見

部落文化做為自身資產的可能性。 

(5) 學校周邊相關空間與部落運用的關係:在祭典期間或部落活

動的公益用途的空間使用友善度，多以學校校長及總務單位

的態度為主，應建立跟部落友好關係。 



(三) 宗教組織進駐部落的宗教信仰影響 

    部落目前的信仰現況，為祖靈信仰揉和道教信仰，以部落

內主祀太陽星君的敬山宮為信仰中心。再過去太陽星君信仰跟

著引進稻作技術的漢人家族入住部落，並且治癒部落久病老人

的神蹟，使得部落族人更篤信了太陽星君的道教信仰，而道教

與祖靈信仰的多神祭拜系統較為相似，更被族人接受並巧妙揉

雜成部落特有的一套祖靈與道教、民間信仰共存的信仰模式。 

1. 集會功能的式微： 

    在過去廟口前的廣場不僅是人們休閒娛樂與聚會的場所，

也是實踐社區關懷機制的場所，以前遇上節慶時，部落婦女會

一起在廟前廣場包粿，再把包好的粿分送給部落獨居的老人

們；遇上中元節，廟方會把信徒們捐予廟宇普渡的供品再重新

分配給部落的每家每戶。 

    然而時間演變，隨著部落社會福利計畫而生的機構，如：

文健站、遊戲屋的出現，人們也漸漸不到廟口前聚集，而廟方

關懷社區個群體之功能，也逐漸被這些社福機構所取代。 

2. 地方勢力的滲透： 

    廟前廣場或廟宇裡的空間更提供了政治團體或地方勢力聚

集、商議事務的場所，在做一些公共事務上的決策、為了自身

利益及權威，往往會利用宗教的影響力來達到目的，在部落亦

可能影響傳統文化中，公共事務決策的各種選擇，甚至是運作

方式與型態。 

3. 教會的進駐： 

    由於部落不到百分之五的信仰人口為非祖靈、道教民間信

仰，教會的出現並沒有多少動搖部落本身原本的宗教，相對其



他族群的部落會以教會主導部落傳統文化事務、祭儀。但近幾

年教會釋出的善意，如發放物資、辦理各種學習營隊吸引學童

參加等，也讓部落非教會信仰的族人們持開放心態參與。 

(四) 部落快閃族-以計畫、研究生身分進駐部落的人群 

    本桌討論的主題為「快閃族」與地方的互動關係。所謂的

快閃族，涵蓋了短期駐留部落的各類人員，包括一兩週的營隊

成員、數個月的計畫執行團隊以及停留一兩年的研究生等。參

與者分享了多個相關案例，包括大專院校原資中心的返鄉服務

、地方創生計畫以及「偏鄉」孩童陪伴計畫。 

    從這些案例可以看出，相較於在本地買房或租房的移居者

，短期駐留部落的快閃族通常具有更明確的目的性，如實施短

期專案、進行研究或提供特定服務。大專院校原資中心的返鄉

服務能引入人力資源，地方創生計畫可以帶來新的經濟活動和

觀光機會，而孩童陪伴計畫則有助於提升教育資源和增強社會

關懷。然而，這些活動也可能因文化差異或不適當的認知對地

方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1. 進入部落（地方）的姿態: 

    當快閃族以獵奇的心態進入部落時，可能會對部落文化

進行表面化觀察，這種態度可能被部落居民視為不尊重或輕

率，且可能產生錯誤詮釋。 

    如果快閃族以高姿態介入，將部落視為需要拯救或幫助

的對象，可能會產生優越感或施恩的心態，忽略部落的自我

價值和能力，從而引發矛盾和資源浪費。 

2. 住／駐進是為了滿足誰的需求： 

(1) 與部落的溝通不足：如果快閃族未與部落進行充分溝通



，可能會干擾部落的日常生活。例如，原資中心要求學

生進行部落返鄉服務，但如果這些活動與部落的日常節

奏不符，可能會增加部落的負擔，甚至影響其正常運作

。 

(2) 地域連結：以成員分享之彩繪牆壁計畫為例，若未與當

地文化和歷史背景相連結，可能會導致「文化侵蝕」或

不和諧的情況。這些活動若僅停留在表面的裝飾，可能

會掩蓋地方的本質和真實面貌。 

3. 文化差異與刻板印象： 

(1) 快閃族可能會帶有先入為主的文化觀點，這些刻板印象

可能會影響他們對部落的理解和互動。 

(2) 「給予即為KPI」：將主流文化思維強加於不同文化背景

的社群，可能忽略了部落的實際需求和價值觀。 

(五) 大型開發案 

    「住進我們的家-部落移居者的適應及相處」為本次的論

壇主題，而移居者的面貌多元，無形的社福計畫單位，主流

價值的教育體系，或是有形且小至鄰里的新鄰居，亦可是一

棟豪華渡假村的樣貌。     

    以花東為例，因地理、人文、經濟等因素，經常成為大

型開發案的首要目的地，而從過往的經驗案例中，諸多開發

案鄰近或是建立於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或是重要的無形文化

傳承場域，而國家機制對於開發商的開發政策及流程，以及

相關法律之條文，經常性的忽視或是以不同手法淡化原住民

族的相關權益。 



    對此，本桌以「好鄰居」的為目標，從參與者日常的觀

察與看見，提出對開發案的多元想像，並試圖從中找出如何

讓大型開發案成為我們的好鄰居。 

1. 開發案的多樣性與其對環境的影響 

    在花東地區，大型開發案如美麗灣、建和小山等

往往吸引了大量的關注和討論，這些開發案通常因為

其規模龐大而對當地生態、文化和社會結構造成重大

影響。然而，除了這些顯而易見的大型開發案之外，

還有許多規模較小但同樣重要的開發項目，如民宿、

露營區等，這些項目同樣改變了土地的使用方式，並

引發了潛在的利益衝突和部落內外的對立。 

    小型開發案，如民宿和露營區，看似對土地和資

源的影響有限，但實際上，這些開發案的累積效應可

能對部落的社會和文化結構造成深遠影響。隨著旅遊

業的興起，許多外來業者在部落或鄰近地區設立民

宿、露營區等，吸引了大量遊客。這些設施的建設和

運營不僅改變了土地的用途，還對當地的水資源、垃

圾處理和環境保護等方面帶來了挑戰。 

2. 開發案帶來的利: 

(1) 經濟效益:開發案的推進，最直接的結果就是當地經

濟的迅速增長，增加旅遊人次，以及為了消化大量

的人潮所帶來的需求，間接帶動餐飲、零售等配套

服務的興盛。 



(2) 創作工作機會：大型開發案從建造期間需要大量的

勞動力，包括建築工人、工程技術人員等；營運期

需要管理人員、服務人員及各項部門的人才需求。 

(3) 青年返鄉：開發案於營運期需要各項專職人才，包

含管理職、接待人員，服務清潔，或是行銷媒體

等，因此能吸引部落青年回流，參與家鄉的發展，

減少人口外流的問題。 

(4) 提升社區總體經濟:因應開發案的建立，推展期間可

能會改善社區基礎建設，包含交通道路、醫療服務

等等，觀光人潮亦帶動周邊業者，提升社居總體經

濟價值。 

3. 開發案的負面影響： 

(1) 土地流失與文化遺產的消失：大型開發案通常涉及

大規模的土地徵收和轉換，這直接導致了原住民族

傳統領域和文化遺產的流失。這些土地對於原住民

族來說，不僅僅是土地，更是文化和精神的寄託以

及傳承的重要場域。當土地被徵用來建設度假村、

飯店或其他商業設施時，原住民族不僅失去了土地

的使用權，也失去了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要場域。 

(2) 交通開發與社會結構的改變：隨著大型開發案的推

進，交通基礎設施包含道路拓寬，預備道路的使用

等可能會造成當地居民的困擾以及安全隱憂，也帶

來了對社會結構的深刻影響。新的道路和交通網絡

可能會打破原有的社區邊界，引入大量的外來人

口，從而改變當地的社會結構。 



(3) 生態破壞與環境退化：開發案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通

常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大型開發還是小型項目，

都可能需要改變土地用途，進行大規模的建設，造

成原生動植物被破壞，開發後水資源的爭奪等，而

生態棲地的破碎化、物種多樣性的減少，以及水土

保持能力的削弱，都是開發案帶來的環境退化隱

憂。 

(4) 外來人口及土地價格的競爭：隨著開發案的推進，

可能造成外來人口的湧入和土地價格的飆升。隨著

開發帶來的經濟機會增多，更多的外來者進入當地

尋求工作和生活機會，這直接導致了土地和房地產

市場的需求增加。土地價格和房租的上漲，可能讓

當地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家庭，難以承擔居住成

本。而土地價格的衝突，不僅加劇了社會不平等，

還可能導致社區的分裂和當地文化進一步被邊緣

化。 

4. 開發案對原住民族權益的忽視與挑戰 

(1) 國家機制與法律的不足：雖然政府制定了一些保護

原住民族權益的法律和政策，例如《原住民族基本

法》，但這些法律在實際執行中經常遇到困難。開

發商和政府機構在進行開發時，往往利用法律的模

糊地帶或執行過程中的漏洞，來繞過原住民族的權

益保障。例如，開發案在規劃過程中可能缺乏充分

的原住民諮詢和同意程序，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政

府會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強行推動開發，無視原住民



族的反對聲音。此外，國家機制在監督開發案的執

行過程中，往往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的監管措施，這

使得原住民族的權益很容易被忽視或掩蓋。在開發

案的環評程序中，原住民族的文化和社會影響經常

被弱化或簡化處理，這進一步加劇了開發對原住民

族權益的侵害。 

(2) 過往案例對原住民族權益的影響：台灣法院在審理

涉及土地徵收、開發許可等相關案件時，經常會參

考過往類似案件的判決結果。這種做法有助於維持

法律解釋的一致性，避免不同案件出現判決標準的

不平衡。然而，對過往案例的依賴也可能帶來負面

影響，特別是當這些案例本身並未充分考慮原住民

族的權益時，包含原住民族的文化、歷史和社會背

景常常被忽視，法院可能更傾向於支持開發案的推

動，從而將經濟發展置於原住民族權益之上。這導

致了後續案件中，法院可能延續這種偏向開發案的

判例，進一步削弱了原住民族在法律框架中的保

護。此外，過往案例可能忽略了原住民族對土地的

特殊情感和文化價值，而僅將土地視為經濟資源來

處理，這在法律解釋上造成了對原住民族權益的不

公正。這種模式的延續，使得後續案件在處理類似

問題時，可能會重蹈覆轍，繼續忽視原住民族的合

法權益和文化遺產。 

二、 結論或建議 

(一) 社會福利計畫 



1. 補助的實質性要由部落銜接與接受 

    補助部落所需，支持文化及醫療需求，以維持基本生活及

文化條件。除公部門政策下的專案計畫執行，若有其他非政府

機構進駐到部落，可能帶來另一種經濟補助。 

2. 幫助看不見的群體，並由部落實際銜接 

    部落或社區中部不乏有一些隱藏版的弱勢群體，透過社會

福利聚集於部落的團體(如文健站、課扶班、遊戲屋等)以覺察

這類族人居民的潛在需求，適時予以對應與支持進而提供幫助

。 

3. 溝通調整符合部落現況期待 

解決經費不穩定、需求過多但人員不足的問題，平衡需求與決

策端的信息溝通；政策決策端需增加與部落的交流，確保計畫

的執行與部落需求相符。 

4. 政策修正與適應 

加強定期滾動式修正計畫，避免政策與實務落差。計畫發想者

需站在部落及執行端現場角度，了解實際需求。鼓勵在地團體

反映需求的速度，提升政策的即時應變能力。 

(二) 部落裡學校 

台灣整體教育對於原住民族文化敏感度低，整體學生學習原住

民族知識甚少，過了幾十年對原住民族仍普遍存在著「落後」

、「騎山豬」等等錯誤的刻板印象，而此刻板印象的現象不侷

限在「原住民族群」，而只是反映了臺灣學校教育對於「多元

文化」尚有待更多努力。 

如何善用「學校教育」的資源，與部落進行有感、友善的交流

合作，讓主流大眾透過對「原住民」正確的認識，進而提升國



人對多元文化接納尊重的素養，從而創造「部落移居者」與「

部落在地生活者」在各種生活面向的雙贏局面，這是我們希望

未來透過部落資源與學校教育的合作，能為臺灣帶來的貢獻。 

以下是第三輪參與者討論後的建議統整： 

1. 在行政高度上，地方教育處長、校長，與部落主席保持互相

理解了解的友善互動。 

2. 在師資上，透過研習、部落走讀，促使師長了解部落文化知

識，從而研發貼近在地文化的教學方式，並理解、尊重學生

在祭儀活動請假的需求與價值。 

3. 在學科架構下，增加引用原民文化的內容作為學習素材。 

4. 考科之外，在「主題概念」下連結在地文化資源，發展在地

文化課程，透過在地文化結合學科，使學生（無論是部落的

孩子或非部落的孩子）都能兼顧學科概念，並能將概念與自

身文化進行連結或對照。 

5. 增加原專班與普通班級的交流，讓一般生也能夠接觸原住民

文化，進而反思自身文化，並增加對其他族群文化的敏感度

，提升對多元觀點、族群的尊重與欣賞。 

6. 現況提問：現行規定要到原住民重點學校任教，正式老師需

要修36小時原住民文化相關課程，代理老師需要修8小時，

而這真的足以讓老師了解及理解原住民嗎？ 

(三) 宗教組織 

1. 集會功能式微但信仰依舊 

    雖然集會功能式微，但文健站與遊戲屋等社福機

制，能更具焦與專精的提供這些群體需要的關懷與照

護，也讓部落傳統事務上的決策重新回到傳統集會所前



進行，能減少有心的地方勢力，利用宗教滲透族人達到

利益目的，破壞部落傳統規範原有秩序的可能，而在各

節慶、祭祖，以及敬山宮主神誕辰時，族人們依舊操持

著道教民間信仰的祭儀，就算集會與關懷的功能不在，

但信仰卻一直存在。也許廟方也能辦理一些有趣的親子

活動，如：看電影、寫生、親子包粿活動等，能讓廟前

廣場在非節慶的日子裡，多少都有些人氣。 

2. 多元宗教的包容： 

    部落大部分都是祖靈與道教民間信仰，但對於其他

宗教也保持著開放心情，如果會帶來好的影響，親近、

共好也未嘗不可，但對信仰的忠貞與堅定是無庸置疑

的，相較於天主、基督教的一神信仰，多神信仰的道教

更近似於祖靈、泛靈的傳統信仰，更能為族人所接受而

信奉 

(四) 部落快閃族 

1. 增強文化敏感度 

(1) 在策劃和實施活動時，應充分考慮部落的文化背景，避

免錯誤詮釋和片面理解。以尊重、合作和平等為基礎，

了解當地文化和需求，進行雙向的有效溝通，並避免任

何可能的文化衝突和誤解。這樣才能確保活動對部落產

生積極影響，達成雙方的共同目標。 

(2) 進入部落前應具備基礎的認知，增強對當地文化的理解

。活動中應避免基於刻板印象的決策，尊重部落的文化

多樣性，並努力建立基於平等和尊重的關係。 

(3) 在活動前進行深入的地方調查和研究，了解當地文化背



景，確保計畫與當地文化和歷史緊密相連，並在實施過

程中尊重和保護當地的文化特徵。 

2. 促進雙向溝通與交流 

(1) 尊重當地的意見和需求，認識到部落的自主性和已有的

資源，尋找真正的合作機會。鼓勵部落與外來者之間以

平等和合作的態度進行雙向交流，強調共創和共同發展

，避免施惠心態。 

(2) 充分協調，確保活動安排不會對部落造成負擔，使活動

目標和實施方式符合地方的實際需求和期望。 

3. 強化情感連結，提升可持續性 

(1) 除了物質支持外，應增進雙方人際情感交流，提供更多

情感陪伴和文化支持。如果部落內部已具備一定的組織

功能，並能針對相關事件進行討論和決策，則可以尋求

有共同價值觀的夥伴參與討論。 

(2) 短期活動的成功需要與長期發展策略結合。活動結束後

，若沒有適當的資源接續或後續支持，成果可能難以持

續。 

(五) 大型開發案 

1. 強化部落自主權與共識：部落自主權是部落與開發商平等對

話的基石。自主權包括了對土地、資源、文化和社會事務的

自主決定權。強化部落自主權需要從內部凝聚共識，讓部落

成員對開發案的影響及部落自身的權利有清晰的認識。此共

識可通過內部的公開討論和持續的社區教育來實現，只有當

部落內部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達成共識時，才能在與開發商的

談判中展現出一致且強有力的立場。 



2. 建立不同立場的應對策略：部落在與開發商討論時，依據開

發案的性質、開發商的態度以及部落的具體需求有不一樣的

立場。因此，部落需要建立一套靈活多樣的應對策略，以應

對不同的談判情境。首先，部落需要識別開發商的立場和動

機，並根據具體情況制定相應的應對措施。如果開發商對部

落權益相對友好，部落可以採取合作的方式，共同制定開發

計劃，確保雙方利益最大化；但如果開發商態度強硬或對部

落權益缺乏尊重，部落則需要採取更強硬的立場，通過法律

手段、媒體曝光或國際輿論等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 

3. 強化部落整體實力：部落的整體實力是與開發商平等對話的

基礎。強化部落的經濟、文化和社會實力，可以增加部落在

談判中的軟實力，使其不再僅僅依賴於外來的經濟援助或政

府支持。同時部落族人也因提升自我的專業能力，成為部落

與之談判的重要支持力量。除了可從國家教育系統中學習的

知識，包含社會、經濟、法律、語言等，更應強化多元的學

習能力。文化方面，部落應該加強文化教育和傳承，此文化

實力的增強，能夠在與開發商的談判中展現出部落不可忽視

的文化價值；社會方面，部落內部的凝聚力和參與度是整體

實力的重要體現，部落應該鼓勵成員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加

強內部合作，提升整體的組織能力和決策效率；人脈網絡方

面，應建立深遠又廣闊的人脈資源系統，原民與非原民的人

際關係，同時儲備專業知識和資源，包括法律顧問、環境專

家和文化保護專家等，以便在談判過程中擁有足夠的技術支

持，從而能夠更有效地應對不同的挑戰。 


